
小说《金婚风雨情》讲述的是：1958
年，28 岁的志愿军英雄营长耿直邂逅 22
岁的美丽女医生舒曼，英雄美女一见钟
情，耿直为与资本家的女儿舒曼结婚，忍
痛脱掉军装，放弃大好前程：“文革”期间，
缺少政治经验的舒曼时常使自己和家庭
陷入危机，耿直为了妻子家庭，毅然舍弃
政治前途；与舒曼结合使耿直人生从此改
变，但耿直一生无怨无悔。舒曼对耿直的
情感则经历着崇拜、淡漠、尊重到最后的
幸福相守。他们从年轻到年老，从相知到
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中柴米油盐锅碗瓢

盆，以及为人父母直至祖父母，从浪漫激
情到温馨柔情到相濡以沫，携手走过浪漫
传奇也充满坎坷五十年婚姻路。

《金婚风雨情》作者是被称为中国“婚
姻题材金牌编剧”的王宛平，她军人家庭
出身，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现
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

上海世博会盛况如火如荼，
中国馆作为最具吸引力的场馆之
一，更是游客的首选。从最外层
排队开始直至进入馆中要耗费数
个小时。就在所有人都心急火燎
等待时，一段用于分隔游客的护
栏由于被游客挤压忽然倒在了地
上。一瞬间，缺口附近一大批游
客不约而同“哗”地从外层的队伍
涌进了内层的队伍之中。园区工
作人员急忙大声喝止，无奈却被
人群隔在外围。就在这时，一个
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大步走到了
缺口处，弯腰扶起了倒地的护栏，
然后瞪了一眼那些利用缺口加队
的游客，然后又走回了队末，继续
排队。此刻，我才注意到先前加
队的那些游客分明都是我们国内
游客，我觉得像被别人扇个大嘴
巴，脸上火辣辣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
展，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园艺博览
会、奥运会、世博会，一次次盛会成
了中国人展示自己的最好舞台。
然而一个民族的强盛并不只表现
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更重
要的应该表现在国民素质的提

高。近年来，由于对经济的过分追
逐导致了一些国人忽略了道德修
养的提高。就如同世博排队，当护
栏倒了，许多人都借机前插，在追
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人为谋
求在短时间内的效益最大化，不惜
超越市场秩序，不惜破坏生态环
境。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毕竟是短
期的、难以为继的。若要取得长期
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需要建立
严格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更需
要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去遵循
它。特别是当我国经济发展已取
得一定的成绩，我们国人更应该及
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胜不妄喜、
败不惶馁。在成绩面前不居功自
傲、裹足不前，困难面前不畏葸不
前、临阵退缩，更不为一时得失急
功近利、急于求成。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始终
记得我们有着几千年璀璨的文
化，有着几千年优良传统的世代
传承。我们追求经济的发展，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更应该
注重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的进
步。在世博召开之际，我们应当
以一个泱泱大国的文明姿态，自
尊、自信地迎接四海宾朋。

灯
——致母亲
万物都隐去了。夜里只剩下一盏灯
和一扇木质的窗棂——

一张旧报纸轻轻糊住窗口。一张旧报纸的轻
挡不住夜风的凝重，风撕开薄薄的纸张，吹进来

灯不躲闪，只是光线摇曳。
在泥巴地上，在老式木箱上，
在墙角的蜘蛛网上，在母亲的脸颊上，
光线不停摇曳

灯坚持着，光线呼呼奔走。母亲似乎察觉到什么
从细密的针脚里抬起头，看了看窗外，又像没有察

觉到什么，继续做活

灯实在坚持不住了，忽地一下险些灭掉。母亲慌
忙伸手捂住它

许久，灯才缓过神来

一点点柔和的光线，从母亲的十指里渗出来
打到我熟睡的脸上

名词
——致祖国

我越来越喜欢名词，
喜欢它们的诚实，朴素，和寂静
而越来越讨厌动词的鲁莽，以及形容词的虚伪

在一张白纸上，
我写下：河流，山川，树木，庄稼，鸟雀，花朵
多么美好，写着写着就闻到花香了

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字，长于生命，长于梦想
看吧，一大堆名词，在一张白纸上，
闪烁着各自的光芒

我幸福地念着它们的名字：
长江，黄河，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多么美好，它们居然排列成了祖国的模样

我无限深情地向这些名词的纵深处望去，
村庄，城市，火车，棉花，羊群，蝼蚁
它们忙而不乱，秩序井然

啊，越来越多的名词涌现在笔下
我要用一生的墨水，来把它们精心养育——

寂静
——致大地
这寂静并非来自一个人的孤独
你看，花草和树木都屏住了呼吸

听一匹快马在浅草之上，如何踏过缓慢的光阴
听一间空房子在旷野深处，如何咽下更大的风声

这寂静也并非来自一草一木，
它与一场沙尘暴，一场造山运动
也不无关系，从石头的裂痕，
我似乎读懂了大地的苦衷

我喜欢俯下身子，把乡愁或灵魂中的某种物质
埋进草丛，埋得越深，内心就越安宁

看吧，大地之上，一个人的灵魂被埋进了苍茫
而他的身躯，在镰刀和斧头的驱动下，正一点一

点，向生活的中心塌陷

庞小伟：笔名艾川，作品见于《诗刊》、《星星》、
《绿风》、《读者》、《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诗人》
等。

养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也是几千年来的
民族习惯和社会风尚。在古
代，人们就认识到社会上出
现“寿星”是社会盛事，是吉
祥之兆。什么地方有了百岁
以上的“人瑞”，那里的官员
就会积极报告朝廷进行奖赐
和表彰。在古代制度中，对
敬老问题已有明文规定，比
如清代制度规定，凡寿民寿
妇、年登百岁者，由本省督抚
题请恩赏，奏旨纥匾、建坊，
以昭“人瑞”。同时也责成地
方长官经常注意调查掌握百
岁以上老人的情况，以便注
册上报。据资料记载，清乾
隆皇帝，在康乾太平盛世，曾设“千
叟宴”招待德高望重的老人，参加宴
会的老人达三千人之多，规模之大，
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其尊老敬老的
浓厚风气可见一斑。

在四川成都西郊土桥出土的汉
画石像“养老”图中，高大的仓房与
挺拔的棕树之间，端坐着一位执“鸠
杖”的老人，等候管理人员奉送粮食
和生活物品。另外，在甘肃武威发
现的“王杖诏书令”汉简26枚（全部
应为27枚，尚缺1枚），经文物工作

者研究表明：我国在西汉时期
就已经有了养老敬老的法
律。汉简记载甚为详细。主
要内容是：年龄在 70岁以上
的 老 人 ，由 朝 廷 赐 予“ 王
杖”——一种顶端雕刻有斑
鸠形象的特制手杖，这是一
种荣誉和权力的象征，凡持

“王杖”者，在社会上享有许
多优待和照顾。例如：他们
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俸禄六百
石的官吏；出入官府可以不
受礼节限制等；如果有人敢
于侮辱持“王杖”的老人，将
按蔑视皇上处以死刑；对持

“王仗”者从事小买卖的，可
以不收税；等等。“王杖诏书

令”中对照顾鳏寡孤独、老弱病残
者也有一些明确规定。

另外，《史记》中，关于养老敬老
也有这样的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
上庠 ，养庶老于下庠；夏侯氏养国老
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商人养国老
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
于东胶，养庶老于西胶。”庠、序、学、
胶（即校）即当时的敬老养老院和老
年学校，把老人和鳏寡孤独者集中
起来养老，使之颐养天年，得其所
安。

我在小说《格萨尔王》中，如此描
写了康巴这片大荒之野：

“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
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
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
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
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
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
边。”

躺在一片草原中央，周围流云飘
拂，心跳与大地的起伏契合了，因此，
由于共同节律而产生出某种让人自感
伟大的幻觉。站起身来，准备继续深
入时，刚才还自感伟岸的人立时就四
顾茫然。往前是宽广的草原，往后是
来路，往左，是某一条河和河岸边宽阔
的沼泽带，往右，草原的边缘出现了一
个峡口，大地俯冲而下。来到峡口边
缘，看见河流曲折穿行于森林与草甸
之间。河流迅速壮大，峡谷越发幽深
开阔，从游牧的草原上，看到了峡谷中
的人烟，看到农耕的田野与村庄渐次
出现。

这是我在青藏高原无休止的旅行
中常常出现的情形，身后是那顶过了

一夜还未及收拾的帐篷。风在吹，筑
巢于浅草丛中的云雀乘风把小小的身
子和尖利的叫声直射向天空。其实，
要重新拾回方向感很简单。只需回到
山下，回到停在某一公路边的汽车旁，
取出一本地图，公路就是地图上纵横
曲折的红色线条。

但除了这种抽象的方位感，我需
要来自大地的切实的指引。

因此，要去寻找一座巍然挺立的
雪山。

康巴大地，唯有一座雪山能将周
围的大地汇聚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召
唤性的高地。作为这片大地宿命的跋
涉者，向着雪山靠近的本能是无从拒
绝的。于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草原
逆一条溪流而上。四千米左右是各色
杜鹃盛开的夏天。再往上，山势越发

陡峭，流石滩闪耀着刺眼的金属光泽，
风毛菊属和景天属的植物在最短暂
的东南季风中绽放。巨大的砾石滩
下面，看不见的水在大声喧哗。由
此知道，更高处的峭壁上，冰川与积
雪在融化。从来没想要做登山家，
也不想跟身体为难，只会上到五千
多米的高度去极目四望。在好些地
区，这就是总摄四方的最高处。但
在康巴，那些有名的雪山都是大家
伙，高度往往在六千米以上：仅在我
追踪格萨尔踪迹的路上，从东南向
西北，就一路耸立着木雅贡嗄，亚
拉、措拉（雀儿山），再往西北而去，
视 野 尽 头 ，是 黄 河 萦 绕 的 阿 尼 玛
卿。那我就上到相当于这些高峰的
肩头那个位置。地图上标注的海拔
总是这些山的最高处，而从古到今，

不要说是人，就是最高飞的鹰，并不
总从最高处翻越。后来，总要发明
什么的人发明了登山，才使很多人
有了登顶的欲望。古往今来路人，
只是从两峰之间的山口，或者从山
峰的肩头越过某一座山。

在我，靠近一座雪山，不仅是路
过，更是为了切实感受康巴大地的地
理。特别是当我进行英雄史诗《格萨
尔王传》的写作时，更需要熟悉其中一
些雪山。因为这神话传奇产生的时
候，大地上还没有地图所标示的那些
道路，甚至也没有地图。在藏族人传
统的表述中，康巴地区是“四水六
岗”。六岗就是高原上六座雪山所总
领的更高地。是奔涌大地的汇聚，人
们瞩望的中心，更是上古时代就已经
出现在人心灵之中的山神的居所。英
雄格萨尔故事产生的时候，古代的人
们就这样感知大地。

因此，我必靠近这些雪山。
追寻格萨尔故事的踪迹，真正要

靠近的就是措拉（雀儿山）。但到真的
进入到这个故事，真实的地理就显得
虚幻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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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努尔哈赤忽略了一点，他
非常信任的四个大臣中，扈尔汉、雅
逊、莽阿图三人，隶属正白旗。正白
旗的主子，是把代善视为自己继承汗
位最大一块绊脚石的皇太极。并且
扈尔汉与代善有私人过节。

额尔德尼是正黄旗人，既是努尔
哈赤信任的重臣，也是皇太极的死
党。因为他是满洲文化水平最高的
人，精通满、蒙、汉等多种语言，掌握
着后金圈子里的机要。他经常越旗
到皇太极的住处通报各种消息，并为
皇太极出谋划策。

这四个人调查代善，等于皇太极
调查代善一样。诡计多端的皇太极，
怎么会错过给代善致命一击的大好
机会呢？

四大臣调查的结果是：德因泽所
言，句句属实。

他们给富蔡氏衮代定了四条罪
状：

一、勾引大贝勒代善；
二、私藏财物四包，金帛300；
三、私赠总兵巴

笃里、参将蒙阿图妻
子衣帛。其中给巴笃
里妻子的是作朝服用
的宝石蓝色倭缎，给
蒙阿图妻子的是一件
绸缎朝服；

四、私自送财物
给村民。

当然，后三件事
情，根本不能算作富
蔡氏衮代的罪过。其
实，扈尔汉是被两方
面利用了。努尔哈赤
也是有头有脸的血性汉子。他派扈
尔汉去调查，即使事情属实，他也希
望听到绝无此事的调查结果。这样，
既保住了面子，又保护了儿子。

没曾想，努尔哈赤信任的扈尔
汉，给他的答案，却是他最不想要的
那个。

家丑不可外扬。小家庭都是如
此，更别说努尔哈赤这个大家庭了，
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但是，富蔡氏
衮代不可不办，给她安个什么罪名
呢？勾引儿子的事儿，绝对不能拿到
桌面上。努尔哈赤思来想去，决定以

“私藏公共财产”的罪名，将她休弃。
阿巴亥达到了她的目的，取代了

富蔡氏衮代的位置，成为努尔哈赤的
大妃。

在代善与富蔡氏衮代“送饭门”
事件中，表面上，代善并没有受到什
么影响，该做什么做什么。由于“母
子私通”这件事，既未公布于众，也未
通知代善，或者代善与富蔡氏衮代根
本就是清白的，导致对政治不敏感、
生性淳厚的代善，不可能把事情想得
那么复杂。

作为后金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大贝勒，代善缺富蔡氏衮代送的美
食吗？根本不会。但他欣然接受，坦
然享受，根本不会想到小便宜会给他
带来大麻烦。

随着后金圈子的势力范围不断
扩大，努尔哈赤也搬了几次家。

当时的满洲人，是以家庭为单位
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富有程度，
从这个人的家就能看出来。满族人
的家，一般都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
有房舍若干间，不但妻子、儿女都住
在里面，护卫兵丁、管家助理、家奴、
奶妈、使唤丫头等人，也住在里面。
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分出去，重
新组建自己的家。

如果这个人有权势，他所辖部众
的家，都是以他的家为中心，环绕而
建。

家，对满族人来说，不仅是起居
的住所，也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因
为，每个满族人，把家都看得很重。

后金政府准备迁都萨尔浒，自然
先要在萨尔浒建房子。作为一圈之

主，努尔哈赤分别给
众贝勒分地建房子，
并派夫役平整各家宅
基地。

宅基地平整完毕
之后，代善发现这块
地比现在努尔哈赤的
还 大 ， 再 次 动 了 善
心，请求努尔哈赤前
来居住。努尔哈赤看
过之后，也觉得此地
不错，就再次命人在
代善之地建造大衙，
把他的原住地让给代

善。
代善与努尔哈赤换了两次宅基

地，努尔哈赤建了三座府第。等第
三座府第建好之后，代善又反悔
了，这次他找到阿敏，要阿敏在努
尔哈赤面前递个话，他跟父汗换房子
吃亏了，他现在的房子，根本不够住，
想再选个地方重建。

努尔哈赤也被代善折腾服了，实
在不想劳民伤财了。于是，他对代善
说：“既然你嫌我那地方狭小，咱们再
换回来吧。”

代善也没客气，带着家眷住到努
尔哈赤的新家。通过这样换来换去，
代善不但自己没有建府第，还得到了
最大最敞亮的房子，觉得自己很聪
明。

经过这次三番五次地换地，代善
靠他的小聪明、脸皮厚，最后以最小
的代价住进最大的房子，让努尔哈赤
觉得这个儿子难担大任。

代善，在外是位生死不怕、杀人
不眨眼的纯爷们，可是，在家里，有两
个 人 却 成 为 他 的 无 解 方
程。一个是后续的老婆，一
个是儿子硕托。 8

富鱼见老谈是铁了心了，就领着
俩女的从主席室出来。下了楼，在县
委大门口折转了几个来回，不知道应
该怎么办。门春梅和陈香也心急，可
心急有什么用啊，都愤恨老谈。门春
梅跟富鱼抱怨：“以前就说联合起来
告他，你偏偏说不应该告，我们知道
你是看谈宁面子，可人家看你面子
吗？现在好了，人家攀上纪检委书记
了，想告都告不赢了。”

陈香说：“要是把那些账给捅出
去，纪检委书记也不一定能保他。”

俩女人说些没用的，富鱼心更
烦：“别吵了好不好，走，咱们找老主
席去。”

退休的老主席姓曲，是老谈的前
任，人品文品官品都是一等一的，听
了富鱼他们的汇报，建议他们去找宣
传部长。曲主席说：“孩子们，你们别
慌张，你们咋忘了，文联还有一个兼
职主席，老谈是常务副主席，看看他
听不听一把主席的？”

富鱼豁然开朗：“我们这就去找
姚部长。”

他们三个从曲主
席家里出来，往县委
走回来。路上，富鱼
让陈香用手机给文联
另 外 几 个 同 志 打 电
话，通知大家一起去
宣传部找姚部长反映
情况。陈香分别给大
家打了电话，然后告
诉富鱼，说能来的都
来。

九
谈宁是两年前回

来的，她在另外一个
城市里离了婚，就回了县城的娘家。
老谈比较为这个妹子负责任，硬是把
她安排在了县文联，在组联部做了干
部。那时候谈宁还没有从婚姻的废
墟上完全走过来，整天在班上淑女一
样，谁看了她都觉得楚楚可怜，扫地
打水都勤奋，跟同志们的关系也都
好。

富鱼骂老谈的时候从来不背人，
当着谈宁就骂。谈宁听着十分不舒
服，可她没有跟富鱼为她哥争辩，有
一次单位就剩下他们俩的时候，她就
跟富鱼说：“你骂主席的时候能不能
背背我，毕竟他是我哥。”

富鱼的脾气倔强得死驴一样：
“他该骂我就骂，你不爱听，把耳朵捂
上。”

谈宁说：“富鱼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不是替他说话，我感觉你这样不
好。”

富鱼说：“我好不好跟你有关系
吗？”

再后来，谈宁了解了一些老谈在
文联做的那些事，也了解了富鱼的脾
气，潜意识里就非常理解富鱼，她感
到富鱼这死驴一样的脾气其实也都
是给逼出来的。可是，哥哥毕竟是哥

哥，她不想哥哥在单位有这么一个对
头，就打算在富鱼跟她哥哥中间做点
儿工作，尽力调和调和。谈宁的意思
是好意思，毕竟都在一个单位工作，
关系弄得这么僵不好。有了这么个
想法之后，她许多次想主动接近富
鱼，可富鱼根本就不跟她回应。

谈宁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女子，皮
肤好，身材也好，走在街上回头率很
高的，她对自己的容貌相当自信。不
是说她想用自己的容貌来给哥哥做
工作，更没有想过用自己的容貌吸引
富鱼征服富鱼。在谈宁的记忆中，富
鱼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她，包括把她
气哭那次，富鱼也没有看她一眼。

十
除了谈宁，文联的其他同志都拥

到了姚部长办公室，七嘴八舌地反对
老谈。姚部长让大家先安静下来，各
自都找了地方坐下。于是大家就在
沙发上、小床上坐了下来。姚部长看
了看大家：“富鱼，你说。”

富鱼就把老谈要拿编辑部的办
公楼换纪检委大瓦房
的事情汇报了一遍，
末了强烈地表达了愤
怒：“他要是真换，我
就把他脑袋拧下来当
泡踩了。”

文联的其他同
志也随声附和：“绝对
不能让他换成。”

姚部长听了之
后也感慨：“他这是怎
么了？这不是犯了众
怒了嘛，难道他连众
怒难犯都不知道？”

接着，大家又把
他随便停止这个工作，随便扣那个工
资的事儿都跟姚部长说了。

姚部长安抚大家：“你们大家先
回去，他向来也不听我这个主席的，
就算我亲自找他谈也没用，这个事情
我得跟常委部长汇报去。”

听姚部长这么说，大家的情绪安
然了许多。富鱼一挥手，带着大家出
来了。一边往编辑部走，一边跟大家
说：“以前你们要告他我拦着，现在我
不拦了，爱怎么告就怎么告吧。”

进了编辑部，都各就各位，如临
大敌的样子。

时近中午，大家都不张罗去吃
饭，陈香和门春梅也没有张罗去菜市
场，大家都怕老谈搞个突然袭击，趁
大家不在把家搬了。

可是，纪检委一班人马抬着十来
张办公桌椅进来了，很快就把编辑部
放满了桌子。编辑部这些人没想到
会来得这么快，都愣怔了。

富鱼说：“你们这是干啥？”
纪检委带队的宽和地笑着：“咱

们两家换办公室呀，你们不知道吗？”
富鱼说：“我们不同意

换，你们把桌子椅子都搬出
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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